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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引发了全球算力需求的进一步增长。迎
接新一轮人工智能热潮，中国的算力增长点
在哪里？什么样的算力更精准高效？记者日
前采访业内专家，前瞻算力发展趋势。

大模型呼唤“大算力”

在全球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浪潮
中，大模型是一个关键词。ChatGPT等正是
通过大模型来“学习”海量数据，并由此取
得突破。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表示，人工智能
大模型在应用层面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未来
将在多个领域引发变革，同时也会消耗大量
算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纬民说，做大模型必
须要有“大算力”，ChatGPT正是基于大规模
算力基础设施的产物。

不久前举行的中关村论坛上，科技部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人
工智能大模型地图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
国研发的大模型数量排名全球第二。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
陆忠华表示，全社会对算力的需求日益增
长，人工智能应用的算力需求更加突出，要
迎接好这一趋势。

通用算力+专用算力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算力的占比在升
高。“根据估算，人工智能算力过去几年大体
上年均增长率为 70%，其他算力大概增长 30%
左右。”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说。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陈文光也观察
到，随着人工智能的渗透程度加深，相比传
统超算中心，智算中心的利用率变得更高。

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
主任曹振南则表示，虽然算力常被分为超算
和人工智能计算，但二者有许多相像之处，
最大区别在于对计算精度的要求不同。

“目前人工智能算力的缺口较大，一些
人工智能应用为追求计算性能而降低了精度
要求。但如果算力变得易得、便宜，一些人
工智能应用可能又会对精度提出一些高要
求。”曹振南说。

专家认为，“通用算力+专用算力”将成
为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关键。一方
面要满足广泛的应用场景，具备普适性，实
现通用；另一方面也能支持部分对计算精
度、效率要求高的个性化应用场景，具备高
效性，实现专用。

构建算力网络“高速路”

在专家看来，将已有的、不同体系架构
的算力中心通过网络连接起来，可以合理配
置、共享、调度、释放更多算力，并降低应
用门槛。

在科技部高新技术司的牵头下，国家超
算互联网工作已经启动。按照规划，到 2025
年底，国家超算互联网将成为支撑数字中国
建设的“高速路”。

曹振南介绍，超算互联网平台的建设目
标之一，正是致力于解决算力设施分布不均
衡的问题，实现算力资源的互联互通、资源
共享。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德沛表示，算力基础
设施提供的应当不仅是算力，更要有用户所
需的软件或应用服务，这样才能将算力资源
最大化。

“希望超算算力未来能像电力一样走进
千家万户，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获得
大数据算力来支持相关应用。”钱德沛说。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透视算力新趋势：人工智能热潮背后
最高检等三部门：

推动形成依法打击
涉海砂违法犯罪合力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记者 8日从最高人民
检察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海警局联合发布依法打击涉海砂违法犯罪座
谈会纪要，旨在统一执法司法尺度，实现依法精
准打击，有力保障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海上安全
稳定。

据介绍，近年来，涉海砂违法犯罪活动高发
多发，威胁海洋生态环境安全，催生海上黑恶势
力，危害建筑工程安全，影响海上通航安全，具
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
关共受理审查起诉盗采海砂犯罪案件 1000 余件
2800余人，起诉近 800件 2100余人，涉及 11个沿
海省、自治区、直辖市。

纪要重点围绕“罪名适用”“主观故意认定”
“下游行为的处理”“劳务人员的责任认定”“涉案
海砂价格的认定”“涉案船舶、财物的处置”和

“加强协作配合与监督制约”作了规定。
纪要明确，对于过驳和运输海砂的船主或者

船长明显违背航海常规操作或者存在显著异常行
为，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形，可以认定其具
有犯罪故意。同时，对非法运输、收购、代为销
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非法采挖的海砂及
其产生的收益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
得收益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明确。

纪要坚持依法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区分不同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切实做到该严则
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确保实现办案“三个
效果”的有机统一。

纪要对人民法院、检察机关、海警机构办理
涉海砂刑事案件建立健全协作配合与监督制约机
制提出明确要求，推动三部门分工负责、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有效形成打击合力，积极推动诉
源治理，为海洋生态环境共筑有力司法屏障。

当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海警局还联合
发布了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
指导意见，以及5件办理海上非法采砂相关犯罪典
型案例，以案释法、警示社会，为检察机关和海
警机构准确适用法律提供指导。

公安部等部门部署开展

新一轮打击整治
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全国打击整治枪爆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视频部署会8日召开，部署从今年
开始到 2025年底在全国范围开展新一轮为期三年
的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坚决铲除枪
爆违法犯罪及其滋生土壤，坚决消除影响公共安
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公安部等部门部署要求，要始终对涉及枪爆
危险物品违法犯罪活动保持“零容忍”，坚持严打
高压、加强破案攻坚，突出精准打击、注重打击
质效，坚决打掉犯罪分子嚣张气焰，坚决铲除涉
枪涉爆隐患。要把严格管控治理放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来抓，严格源头管控措施，及时发现处置违
法犯罪行为和各类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切实织密
织牢枪爆危险物品管控网络。要健全分类治理、
长效常治、社会联动机制，提高枪爆危险物品安
全监管效能，不断提升打击整治工作规范化水平。

据了解，2020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深入开展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实现
了重大枪爆案件明显遏制、枪爆物品存量明显减
少、枪爆治理能力明显提高、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明显提升的工作目标。2022年，我国持枪、爆炸
犯罪案件数达到历史最低。


